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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东北农业大学农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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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 巧�����

摘 要
�
马铃薯种薯生产是马铃薯产业链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

，

高质量的种薯能为种植者

从源头提供基本的物质保证
。

马铃薯通过无性繁殖方式繁衍后代
，

块茎连续几代在田 间种植
，

极

易感染病毒并在体 内积 累
，

通过无性 系逐代传递导致产量和品质下降
，

其对环境条件的特殊要求

决定 了不是所有的马铃薯种植地区都适合繁殖种薯
，

马铃薯的种薯生产只能在特定的区域 内进行
。

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马铃薯生产和种薯繁育基地
，

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及悠久的种植历 史
，

形

成 了本地区特有的种薯生产体 系及各方面的保障
。

本文详述 了黑龙江省马铃薯种薯生产状况
，

包

括种薯生产的历 史
、

种薯繁育体 系的建设
、

种薯繁育技术的完善
、

种薯基地的建设以及种薯质量

检验等方面 内容
，

并针对种薯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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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前 言

黑龙江省地处我国的东北部
，

是我国境内纬度

最高
、

气温最低的边疆省份
。

南起北纬 ��
�

��
’ ，

北

至北纬 ��
�
��

， ，

纵越 ��
�

�
‘ � 西起东经 ���

�

��
‘ ，

东

至 东经 ���
�
�

’ ，

横跨 ��
�

��
， ，

总 面积 为 ��
�

�

万 �时
，

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����
。

黑龙江省的大部

分地区处于温带湿润
、

半湿润森林与森林草原地

带
，

大小兴安岭纵贯全省
，

形成全省各地各具特色

的多样生态气候环境��� 。

全省气候属于高纬度大陆

性季风气候
，

夏季高温多雨
、

冬季严寒少雨
。

由于

其土地资源丰富
，

气候条件又比较适宜而成为全国

的重点商品粮基地之一
。

马铃薯性喜冷凉
，

是有效利用冷凉气候资源的

优良作物
。

在我国北方和西南山区
，

由于热量资源

不足
，

只能种植马铃薯
、

早熟玉米和燕麦等作物
，

因此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粮食作物��� 。

马铃薯最早

传人中国的时间大约在明朝万历年间�����
一����

收稿 日期
� ���】�一��一��

作者简介
� 石瑛 〔���� 一�

，

女
，

达斡尔族
，

助理研究员
，

主要

从事马铃薯遗传育种及种薯生产研究

年�
，

黑龙江省大面积种植开始于 �� 世纪初期
，

到

�� 世纪 �� 年代至 �� 年代有了较快的发展
。

由于

气候凉爽
、

日照充足
、

昼夜温差大
，

对马铃薯的生

长非常有利
，

因而栽培面积逐渐增大
。

并且
，

由于

交通比较便利
，

黑龙江省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种薯生

产基地之一
。

黑龙江省属北方一季作区
，

一年种植一茬马

铃薯
。

南部地区一般在 �月下旬至 �月上旬播种
，

北部地区在 �月中旬至下旬播种
。

遵循马铃薯的

生育要求和各地 自然特点及社会经济条件
，

黑龙

江省马铃薯的种植地域被划分为四个区
�
北部最

适宜区
，

南部适宜区
，

西部次适宜区和东部次适

宜区��� 。

马铃薯的主要种植区域分布在北部最适宜

区和南部适宜区
，

北部最适宜区马铃薯生产水平

较高
，

区域内的呐河
、

嫩江
、

克山
、

克东和北安

等市县
，

历来为黑龙江省马铃薯的重点产区和种

薯基地
，

大部分种薯外调
。

南部适宜区为黑龙江

省马铃薯的主要产区
，

马铃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

高
，

是马铃薯出 口和加工的基地
。

随着松哈平原

地区 良种繁育体系的形成
，

这一地区已成为黑龙

江省南部的种薯生产基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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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全国重要的种薯生产基地
，

黑龙江为其

他省市提供的种薯生产品种主要是早熟型品种
，

向山东等中原二季作省市和辽宁出售
。

代表性的

品种包括东农 ���
、

费乌瑞它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、

早大

白
、

克新 �号
、

中薯 �号
、

黄麻子等
。

此外
，

还

供应本省市场所需的鲜食品种和为加工企业提

供 的原料薯
。

鲜食 品种 的代表 品种有
�
东农

���
、

早大 白
、

克新 �号
、

克新 �� 号
、

克新 �

号
、

紫花白
、

尤金
、

花 ��� 等 � 原料薯的代表品

种有
�

高淀粉类型的克新 �� 号
、

内薯 �号
、

克

新 �号和黄麻子 � 炸片类型的大西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

、

克新 �号 和 紫花 白等 � 炸条类 型 的布尔班克

��
�，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、

夏 坡 地 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和 抗 疫 白

��
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
�等

。

试管苗茎切段快速微繁�脱毒苗诱导试管薯

�
�

�
第一年 微型薯�原原种��工厂化生产�

� 基础种

第二年

第三年

一级原种�防蚜网棚或大田隔离生产�

�
二级原种�防蚜网棚或大田隔离生产�

第四年

�
一级种薯�大田隔离生产�

�
二级种薯�大田隔离生产�

�

合格种

第五年

商品薯生产

� 黑龙江省种薯生产状况

�
�

� 种薯生产的历史

黑龙江省气候冷凉
、

土壤肥沃
、

雨量适 中
、

蚜虫较少
，

属于退化较轻地 区
，

因此
，

建国 以

来就被国家确定为优 良的种薯繁育基地
，

生产

种薯供应全国各地
。

�� 世纪 �� 年代前后
，

黑龙

江省在种薯生产基地推广株系选
、

整薯种
、

夏

播留等措施
，

同时在中南部地区推广北种南移
、

早收留种和夏播 留种等措施
，

对防止种薯退化

有一定的效果
。

自 ����年开始
，

克山马铃薯科

学研究所在脱毒薯研究方面做 了大量 的工作
。

����年
，

他们进行 了脱毒薯与其他留种方法的

种薯比较试验
，

发现脱毒薯 比其他 留种方法增

产极显著
，

而 且很少发现病毒病
、

环腐病和黑

胫病
。

从 ����年起
，

黑龙江省开始开展 了脱毒

薯的多点试验
、

示范和繁殖推广工作
。

试验和

示范结果
，

肯定 了脱毒薯的增产效果
。

自 ����

年起
，

在呐河
、

克 山
、

嫩江和依安等县开始批

量生产脱毒种薯
。

经过大面积的推广应用
，

脱

毒薯普遍表现生长旺盛
，

退化株少
，

病害轻
，

质量好
，

产量高
。

据不完全统计
，

从 ����年到

���� 年
，

黑龙江省外销种薯 ���� 万 ��
，

其中
，

脱毒种薯 ���� 万 ��以上
，

占调 出种薯的 ���
。

脱毒种薯的应用
，

把黑龙江省的种薯质量推进

一个新阶段���
。

�
�

� 种薯繁育体系的建设

黑龙江省的种薯繁育体系一般为 �年 �级制
。

黑龙江省马铃薯种薯繁育体系示意图

在该体系中
，

由科研单位进行适销品种的茎尖

组织培养结合病毒检测获得脱毒苗
，

提供给有设施

条件的种薯生产单位在无菌条件下利用茎切段扩繁

脱毒苗
，

在防蚜温室或网棚繁殖微型薯原原种
，

在

隔离条件下生产原种
，

提供种薯繁育户繁殖一
、

二

级种薯
，

用于生产
。

在原种
、

一级种薯繁殖过程

中
，

采用田间及早多次拔除病株
，

根据蚜虫迁飞规

律及时防蚜
、

灭秧等措施
。

不同地区的种薯繁育依繁殖地点不同又有一定

的差别
。

北部种薯主产区的呐河
、

克山和嫩江地

区
，

由于气候冷凉
，

种薯的田间繁殖代数就可达 �

代
，

这就是我们通常称之的一级原种
、

二级原种
、

一级 良种
、

二级良种和生产用种
。

中南部的绥化
、

呼兰和哈尔滨地区
，

种薯的田间繁殖代数为 �代
，

即一级原种
、

二级原种
、

一级良种和生产用种������

近年来
，

黑龙江省南部地区�绥化
、

呼兰
、

哈

尔滨�已发展成为马铃薯早熟品种东农 ��� 的种薯

基地
，

为加速繁殖原原种和原种
，

在提高种薯质量

的基础上降低脱毒种薯的生产成本
。

东北农学院

�现东北农业大学�研究了一年两季生产脱毒小薯原

原种和原种的技术及其良种繁育体系
。

根据哈尔滨

市的气候条件
，

利用防虫温室生产原原种最适时

期为 �一�月和 �一�� 月
，

这些原原种的直径仅为

��� �� 左右
，

薯重约 ����
，

须繁殖成较大的原种

才可直接进行大田种薯生产
。

春季于 �月初温室催

芽
，
�月下旬保护地播种原原种

，
�月下旬收获

。

秋播原原种时
，

可于 �月下旬在温室催芽
，
�月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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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马铃薯
，

第 �� 卷
，

第 �期
，
�侧只

定植于温床
，

�� 月底收获
，

均可避免有翅桃蚜�迁

飞期为 �月 �� 日至 �月 �� 日�传播病毒
，

从而加

速了种薯的繁殖
，

降低了生产成本�����
。

�
�

� 种薯繁育技术的完善

���
�

� 脱毒试管苗的繁殖

生产脱毒原原种需要大量的脱毒试管苗作为基

础材料
，

在保证并提高试管苗质量的基础上
，

相应

降低试管苗的生产成本
，

在脱毒种薯生产中具有一

定的现实意义
。

刘喜才���的试验表明
，

应用改进后的液体培养

基������白糖�培养的脱毒苗株高
、

茎粗
、

根数
、

根长
、

叶数和单株叶面积都明显优于常规固体培养

基���固体 ���蔗糖�
，

为下阶段移栽生产原原种

提供了健壮的基础苗
，

同时节省了蔗糖和琼脂所需

费用
，

降低了成本
。

白艳菊等����报道
，

在脱毒苗繁殖期间
，

主要是

冬春两季
，

可在经过消毒的温室中进行试管苗的扩

繁
，

充分利用温室的自然光照
，

在冬季短 日照时期

补充 日光灯光源
。

与组培室内完全依赖 日光灯相

比
，

既节约了电能的消耗
，

同时又保证了试管苗对

自然光的需求
。

����� 试管薯的诱导

试管薯是用组织培养的方法于培养容器中培养

试管苗
，

通过诱导
、

于叶腋内所形成的小薯
，

其直

径在 �一�� �� 之间
。

试管薯的质量与脱毒试管苗

相同
，

在脱毒种薯的生产和运输中应用起来更加方

便
，

用试管薯生产原原种比用试管苗更能保证全苗

并获得高产
。

东北农业大学马铃薯研究室一直沿用

的试管薯诱导培养基为 �����叭 �����白糖 �

�昨 活性碳��� 约 �
�

��
，

在���土�℃�的全黑暗条件

下诱导结薯
。

后又进行了在培养过程中设置阶段性

光照��’�和在诱导培养基中填加外源诱导剂等方面的

试验研究����
，

进一步明确了不同培养条件对不同品

种的作用不同
，

在试管薯诱导过程中应针对特定品

种给予特殊的条件
，

才能更好地发挥品种的特性
，

获得较高的产量
。

����� 微型薯的生产

微型薯是利用脱毒苗或试管薯在防蚜温室或网

棚中繁育的小型种薯�即原原种 �
，

微型薯是种薯繁

育的核心种
，

生产多少
、

质量优劣都关系到合格种

薯生产的数量和质量
。

其基本生产方式有两种
，

一

是基质栽培
，

二是营养液雾化栽培‘’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
�

� 基质栽培

利用容器或苗床
，

填充的基质有蛙石
、

珍珠

岩
、

草炭和腐熟松针土等
。

微型薯生产方式是在防

蚜温室或网室内
，

将三角瓶内的脱毒苗直接定植于

育苗盘或其它容器中
。

或将其作为母株
，

连续剪

顶
、

腋芽
，

扦插于有蛙石的育苗盘或苗床中
。

黑龙

江省农科院克山马铃薯研究所采用防虫网棚畦栽

法阴� 畦宽 ��
，

畦长 ���
，

用砖叠埂
，

畦内平铺基

质 ���� 厚
。

栽植密度为行距 ����
，

株距 ����
，

平作不起垄
。

进行不同基质下的试管苗结薯试验
，

结果表明
� 以蛙石粉作基质为脱毒苗创造了良好的

结薯环境
，

与土栽相比大大提高了繁殖倍数
。

网棚

内生产的小薯重 ��左右
，

可直接用于大田生产
。

���
�

�
�

� 营养液雾化栽培

营养液雾化栽培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
，

它克服

了基质栽培方式中的一些不利因素
，

发挥了马铃薯

的增产潜力
。

尹作全等‘���以马铃薯品种东农 ��� 的脱毒试管

苗为供试材料
，

进行营养液雾化栽培试验
，

结果表

明
，

此栽培方法的结薯方式与基质栽培结薯方式不

同
，

基质栽培主要是主茎上的甸甸茎结薯
，

此方法

则是先在主茎上生出 �一�条主甸旬茎
，

当主甸旬

茎长至 ��
��左右时再生次甸甸茎

，

次甸旬茎再结

薯
。

提高了微型薯的结薯数量
，

同时增加了单个薯

块的重量
，

比一般传统基质栽培提高 �倍以上
。

南相 日����以克新 �号
、

东农 ���
、

大西洋
、

大

地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和秀美��

���五���等品种的脱毒试管苗

为材料进行试验
，

结果表明可以通过改变营养液的

成分来人为的控制马铃薯的结薯时期
，

营养液的组

成对马铃薯的个数和大小都有一定的影响
。

由于可

以人为控制各种生产条件
，

脱毒苗的死亡率基本为

零
，

与基质栽培相比
，

可节约 ���一
���脱毒苗

。

李功轶等����对大西洋
、

东农 ���
、

费乌瑞它
、

早大白
、

郑薯 �号的脱毒试管苗进行试验
，

所有供

试品种均结薯
，

平均每株可结薯 �� 粒左右
，

平均

块茎重达 ��
，

结薯最多的达 �� 粒�株
，

平均块茎

重最大达 ���
，

其中供试品种大西洋最适于采用该

方法生产微型薯
。

此外
，

应在更换营养液后对回流

的营养液用紫外线照射 ��进行消毒
，

提高对晚疫

病的防治效果
。

���
�

� 种薯大小的控制

种薯生产的主要 目的是提高繁殖系数
，

因此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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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��
�

种薯生产过程中必须以提高繁殖系数为中心
。

种薯

生产技术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控制块茎的大小
。

种

薯要求体积适中
，

一般在 ������
，

且均匀一致
。

应

用小整薯的增产效应和经济效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

种植者所
一

仄同
。

为获得大小相对一致的小种薯
，

东

北农业大学进行了相关的研究
。

通过改变种植密度
、

播期和分期收获等因素
，

获得了很好的效果��阎
。

���
�

�
�

� 适当密植

根据品种的特性来调整播种密度是控制块茎大

小的关键措施
。

如早熟品种东农 ��� 和加工品种大

西洋是属于薯数型品种
，

即其单株结薯数量较多
，

适当增加播种密度
，

可有效地控制块茎大小
。

即使

对薯重型的品种
，

密植也能较好地控制块茎大小
。

早熟品种费乌瑞它�薯重型品种�在密植条件下
，

可

将平均块茎控制在 ����� �
，

最大块茎值也仅有

����
， �

显著提高了种用价值��� 。

������� 提早收获

对于有些薯重型的品种
，

控制种薯大小时除了

要考虑种植密度的因素外
，

还需要附加其它的栽培

措施
，

如提早收获等才能获得更好的效果
。

在正常

密度条件下��� ，

收获期 比正常情况下提早 �� 多 �
，

于 �月初收获
，

薯数型的东农 ��� 平均单个块茎重

为 ���
，

而中熟的大西洋仅有 �� �
，

但对薯重型的

早大白则为 ��� �
，

如能适当密植结合提早收获
，

会产生更小的块茎
。

�
�

� 种薯基地的建设

黑龙江省是重要的种薯生产基地
，

建立了许多

有隔离条件的原种繁育基地
。

这些原种繁育基地主

要是建立在纬度高
，

气候冷凉
，

隔离条件好
，

交通

运输方便的地区
，

如呐河
、

克山和嫩江等地
。

近年

来
，

重点开发了大兴安岭地区
，

建成了大兴安岭马

铃薯原种生产基地
，

同时又建立了大庆
、

绥化
、

鸡

东和北安市等种薯生产基地����
。

呐河市位于黑龙江省北部高寒地区
，

气候冷

凉
，

日照充足
，

雨热同季
，

适合马铃薯的生长发

育
。

每年种植面积为 ���� 万 �耐
，

总产 ��� 万 ��

二者均居全国各县�市 �之首
，

是我国重要的种薯
、

原料薯和商品薯生产基地
。

栽培马铃薯面积大
、

产

量高
，

历史悠久
，

栽培技术水平高
。

每年为其它

省
、

市提供中早熟品种种薯 �� 万 �，

自留种薯 �

万 �。 呐河市自�� 世纪 �� 年代初开始生产脱毒种

薯
，

现已形成一定规模
。

每年由试验站扩繁试管苗

���万株
，

生产原原种 ���
。

由 �个良种场通过手册

芽扦插等措施进行高倍繁殖
，

生产 ��� �中早熟品种

和 ����其它品种原种一代交给种薯生产专业村
。

种

薯专业村生产 �
�

�万 �中早熟品种原种
、

原种二代和

其它类品种良种一代 ���万 �
，

供给全市马铃薯生产

用种
，

可以连续为本市提供脱毒种薯代

大兴安岭地区纬度高
，

山林隔离
，

林地交错形

成天然屏障
，

无污染
、

毒源和传毒介体少
，

十分适

合马铃薯生产
。

但马铃薯生产一直未能形成规模
。

��世纪 ��年代初
，

科技人员开始在该地区进行国

内外品种的引种筛选
，

确定了一批有市场潜力
、

适

合该地区繁育的优良品种
，

自 ���� 年起
，

该区马铃

薯生产规模开始迅速扩大
。

截止到 ���� 年底
，

该区

已经形成年生产脱毒微型薯 ��� 万粒
，

一级种薯

���万 ��
，

商品薯 �
�

�亿 ��
，

总播种面积超过 �。 以〕

���

的规模
。

预计到 ����年将完成 ���� �时脱毒种

薯基地建设
，
�

�

�万 �时商品薯和加工原料书基地建

设
，

实现马铃薯总播种面积 �万 �砰 四���

�
�

� 种薯质量检验

为保证种薯质量和正确进行种薯分级
，

必须按

照规定对种薯进行检验
。

黑龙江省马铃薯种薯质量

标准及产地检验规程�以下简称《标准》和《规程》�正
在修订中‘圳 。 《标准》和《规程》的宗旨是统一和规范
马铃薯种薯质量指标和检验方法

，

提高种薯质量
，

为监督检测部门提供了依法监督检验的依据
，

同时

保护生产者的合法权益
，

并维护马铃薯种薯生产的

安全
。

农业部脱毒马铃薯种薯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

心�哈尔滨�是进行种薯检验的专门机构
，

有权对各

级种薯检验并签发种薯质量合格证书
。

� 黑龙江省种薯生产中存在问题及建议

�
�

� 保证种薯质量
，

加快脱毒种薯推广

要想保证种薯质量
，

必须提高对病毒的检测效

率
，

由于 目前许多生产单位缺乏高效价的病毒检测

抗血清及相应的检测手段
，

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检测

工作的进行
，

应加大这方面的科研与生产工作
，

以

保证种薯检测质量
。

�
�

� 加强种薯繁育体系建设
，

严格执行种薯质量标准

马铃薯种薯质量的提高必须以严格的种薯繁育

体系作保证
，

种薯生产基地应因地制宜的进一步完

善种薯繁育体系建设
。

同时
，

在种薯生产过程中必

须严格执行质量标准
，

提高种薯生产的质量意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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肥料增效剂为浙江大学研究完成的最新生物科

技成果
，

它是由有益微生物经液体发酵生物技术精

制而成
，

为淡褐色粉剂
，

有很强的生物活性
，

对纯

天然有机肥和农家肥常见的肥效迟缓
、

有机复混肥

的肥效不理想
、

化学复混肥含量虽高
，

但效益较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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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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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理农艺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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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作物栽培技

术研究
�

等问题有显著的改善作用
，

同时
，

它对化学肥料和

化学农药造成的药害
、

肥害有明显的保护和恢复作

用
，

为验证其效果
，

特进行本试验
。

材料与方法

�
�

� 试验时间和地点

本试验于 ����年春季进行
，

试验设在南昌市

农科所旱作园
，

试验区地势平坦
，

属冲积沙壤土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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